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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望山兴叹望水发愁到山是宝藏溪水流金

仙居下叶村：神仙居下神仙村

□见习记者 郑亚楚

远眺青山如画，近看粉墙黛瓦。8月，走进

仙居县淡竹乡下叶村，随处可见慕名而来的游

客。清新的空气、清凉的溪水让游人流连忘

返。

下叶村由下沈、西陈、娘娘殿、叶宅、石盟

垟5个自然村组成，是仙居神仙居景区南门、淡

竹休闲谷等旅游黄金线的入口，气势恢宏的火

山流纹岩，清澈流淌的韦羌溪水，让这里成为

“心有归处，人淡如竹”的休闲旅游好去处。

在“两山”理念的引领下，从过去的“望山兴

叹”“望水发愁”，到如今的“山是宝藏”“溪水流

金”，下叶村找到了激活绿水青山的“密码”，成

为台州唯一入围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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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举措细致入微

2010年以前，虽然守着绿水青山，下叶村

的村民却在发愁：没有企业，村集体经济几乎为

零；没有人气，村民多数外出打工；没有项目，青

山叠嶂的自然条件成了发展的障碍……

下叶村的发展突破口在哪里？村“两委”

带领村民进行了深入思考。环顾四野，下叶

村刚好地处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山脚下，是

景区的核心地带。“我们认为，绿水青山是下

叶村最好最大的潜力！”村党支部书记应老糯

说。

2013年，下叶村以“三改一拆”“和美乡村”

建设为契机，启动了农房改造工程，整洁村道，

规划改建乡村别墅，完善公共配套设施，并以村

规民约的形式，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绿

色公约十条》。

在《绿色公约十条》中，独创的“绿币”制度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应老糯介绍说，“绿币”制

度专门用以奖励绿色生活方式的参与者。每位

入住村里民宿的游客，会领到一张《绿色生活清

单》，上面详细列举了各项环保行为的绿币奖励

政策，如住宿时参与垃圾分类，可以领取“绿币”

2元；退房时把垃圾清理带走，可领“绿币”5元；

就餐时不剩饭菜，可领“绿币”6元……离店时，

游客可将获得的“绿币”向商家抵价使用，也可

兑换毛巾、垃圾袋等物品。

在“绿币”制度的激励下，该村农家乐垃圾

分类投放率实现100%，“六小件”物品使用每

年减少6000多套，同时带动了商店、露营基

地、茶室、书吧等商家经济效益提升 10%以

上。目前，全村共有73家商户签订了“绿币”

使用协议。

“绿币”制度仅是下叶村探索绿色发展的一

部分，其与“绿色公约”“绿色调解”组成了“三绿

机制”。应老糯介绍，“绿色公约”的内容涉及环

境保护、垃圾分类、废物利用等，通过村规民约

的形式对村民进行约束；“绿色调解”则是把化

解村里邻里矛盾的办法与绿色理念结合起来，

要求过错方要为村集体义务种树，这个独特的

调解办法既能化解纠纷，又能更好地保护生态

资源。

发展民宿产业
绿水青山留客留心

行走在下叶村，除了生机盎然的自然风光，

路两旁别具一格的民宿是游客们爱上下叶村的

一大原因。

“村里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给我们提供了

发展乡村游的优势。”应老糯说，2015年，村干

部多次赴外考察后，将下叶村的发展目标定位

在民宿产业上。

下叶村“今夕何夕”民宿老板沈杏平就是

其中一位。2016年夏天，沈杏平与同学到下

叶村游玩，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风光，悠然自

得的乡村生活，让她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

她在村里租下一座农家小院，将其改造为古

色古香的民宿，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居

住。

“今夕何夕”民宿是下叶村民宿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短短几年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村容村貌，下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民宿

村。如今，全村共有103家民宿，2000多张床

位，年到访游客近16万人。

记者了解到，为打响下叶村休闲旅游品牌，

淡竹乡还专门成立了农家乐（民宿）行业发展协

会，指导下叶村高质量发展民宿产业。

弘扬传统文化
百年书院焕发生机

近几年，下叶村在践行“两山”理念的同时，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村里的蒙正书院就是下叶

村浓郁文化氛围一大缩影。据了解，蒙正书院

始建于清同治年间，被光绪《仙居县志》列为“八

正书院”之一。

记者看到，书院的外观是古色古香的泥墙

屋，院里放置着各种农耕器具，走进书院，屋内

书籍琳琅满目，深厚的农耕文化扑面而来。“我

们要好好经营，发扬蒙正书院的历史名片效应，

力争把这里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基地。”应

老糯说。

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这些年，下叶村的文

化建设有声有色。村里将村文化礼堂和游客服

务中心相结合，让游客游玩的同时，体验乡村文

化。在村文化礼堂的二楼，有一个“妇女巾帼儿

童之家”，里面摆放着数百本故事书，供前来游

玩的儿童阅读赏析。房间的另一旁，摆放着各

种用废旧物品改造的手工艺品。顺着楼梯再往

上走，是该村的青年之家，这里会不定期组织青

年学习活动，进行普法教育或创业培训。“不管

是游客还是村民，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在文化

礼堂中通过体验学习，收获知识。”村文化礼堂

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这几天，下叶村正在紧张地筹

备每年最盛大的文化活动——陈十四娘娘祭

祀。“每年七月初七，下叶村都会邀请戏班子来

唱戏，唱的都是江浙人民喜爱的传统越剧，很受

游客欢迎。我们通过举办这个文化活动，在宣

传下叶村旅游文化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感受传

统艺术的魅力。”淡竹乡副乡长徐斌介绍。
下叶村的民宿下叶村的民宿。。

宽阔洁净的乡间道路宽阔洁净的乡间道路，，整齐有序的下叶民居整齐有序的下叶民居。。

下叶村文化礼堂下叶村文化礼堂。。

下叶村整治前村貌下叶村整治前村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